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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点工程
“五一”不停工
建成后每年可置换
三个东钱湖的优质水源

昨日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很多人
都在享受假期的快乐，但宁波第二工业水
厂及进出厂管线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却是
一片繁忙的景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项目主体已经基
本建成，看上去十分壮观。在一处施工面
上，有十多名工人正在对管道进行焊接。

“我是台州的，在这儿已经干了一年多了，
因为工期忙，所以‘五一’没有回家。”一名
师傅告诉记者。

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到处可以感
受到工地上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五一”假期并没有让项目按下“暂停键”。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孙敏告
诉记者，目前坚守在一线的建设者有上百
人，与平时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五
一”前，他们曾做过摸底，询问有没有要休
假的师傅，能不能保证“五一”期间正常施
工，得到了绝大部分一线工人的支持，目
前各项施工正常推进中。

相关资料显示，宁波第二工业水厂及
进出厂管线工程项目总投资24.41亿元，
设计规模为每日50万吨，是全市首个以
再生水为补充水源的工业供水项目。该
水厂采用分散式取水方式，分别设沿山干
河和北仑区化肥厂河两个取水点，同时利
用新周净化水厂再生水作为补充水源，构
建起“河网水+再生水”的“双重水源、双
重保障”取水系统。

目前厂区已完成反冲洗泵房、排水
池、平衡池及进料泵房、取水泵房及吸水
井、脱水机房、配水预氧化池、浓缩池等建
构筑物，正在实施砂滤池、排泥池、综合加
药间、送水泵房、厂外取水泵站等部分，其
中厂外取水泵站处于攻坚阶段。

更加可喜的是，宁波第二工业水厂建
成后，集团再生水的工业化利用将为全市
置换出每年近1亿吨的优质水源，相当于
节省出3个东钱湖的水量，可有效缓解城
市供水压力，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可循环
利用的水资源保障。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周燕倩 吴文苍

冷门领域的
“孤勇者”

20 世纪 80 年代，“陶瓷
热”席卷材料学界——美国率
先启动“先进陶瓷研发”计划，
试图用陶瓷替代金属制造发
动机；日本亦宣称“陶瓷时代”
即将来临。这股热潮在中国
年轻学子的心中埋下火种：

“陶瓷，这种超强、耐高温的优
质材料，能否应用于更广泛的
领域？”

初入大学的陈克新，正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陶瓷
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
时所学专业为地质学的他未
曾料到，未来的科研生涯将与
陶瓷的“脆性”结下不解之缘，
并执着探索数十年。

从东北大学地质学硕士
到北京科技大学粉末冶金博
士，陈克新在材料科学的阶梯
上不断攀登。

1997年在清华园执教期
间，他的研究始终聚焦于陶瓷
材料的“阿喀琉斯之踵”——
室温脆性。正如其比喻：“陶
瓷就像装满宝藏的琉璃盏，稍
有不慎就会碎落满地。”这种
材料界的‘木桶效应’，让他在
而立之年立下宏愿：要为中国
陶瓷锻造一副“钢筋铁骨”。

陈克新认为，作为一名科
研工作者，当要“为人所不为，
能人所不能”。于是在接下来
的几年中，团队的工作始终围
绕着“如何攻克陶瓷温室脆
性”展开。

这个“五一”劳动节，让我们推开实验室的门，走进宁波创新的
“星河”——他们是一群与时间赛跑的“追光者”：在高精度贴片机上
雕刻微米级精度，在抗癌战场上开创“基因革命”，用新材料编织绿色
未来……

八位来自高校、企业与研究院的科技先锋，将首次以“个人专访”
的形式，向大家讲述那些不被聚光灯照亮的时刻。

陈克新：解码“ ”
陶瓷，这一承载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瑰宝，却因其与生俱

来的脆性被现代工业束之高阁。而今，一位中国科学家在
“陶瓷室温塑性”上的突破性成果，有望推动陶瓷实现从“脆
弱艺术品”到“超级工程材料”的世纪跨越。

甬江实验室先进结构陶瓷创新中心主任陈克新研究员，
带领团队攻克材料学领域的百年难题，其研究成果被《Sci-
ence》评价为“这是陶瓷材料领域的重大突破，为实现陶瓷室
温塑性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

点亮材料人的
星辰大海

在实验室的烧结炉前，
陈克新指着最新制备的氮化
硅陶瓷试样表示：“未来几
年，我们希望能让塑性陶瓷
飞向太空。”

这位带领团队两度登上
《science》的科学家，正将目
光投向更宏大的科技领域。

从昔日的“跟跑者”到如
今的“领航者”，中国科学家不
仅打破了陶瓷材料3000年来
对脆性的固有认知，更在基础
研究的源头创新中树立了新
的标杆。

正如《科学通报》等著名
学术刊物和媒体评价的那样：

“这一突破性成果，在陶瓷材
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上，
陈克新团队正用自主创新的
火花，点亮了属于中国材料人
的星辰大海。 记者 施文

实习生 陆锦骏
通讯员 张文宇 文/摄

3从“冷板凳”
到国际顶刊

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执着，
在2012年迎来一次意外的转机
——一次烧结炉故障，竟催生出
一颗可变形陶瓷小球。

令人惊讶的是，这颗不起眼
的小球在锤击之下竟能变形而
不裂不碎！

难道，“陶瓷室温脆性”这
一世纪难题，终于出现了破解
的曙光？然而，现实并不如预
期般顺遂。

此后的八年里，陈克新团
队反复模拟烧结炉故障工况，
试图还原这一偶然现象，却始
终未能重现奇迹。最终，实验
被迫“叫停”。

“课题研究一度陷入迷茫。”
陈克新坦言。

直到2020年，意识到不能
再这样下去的陈克新当机立断，
选择转换思路，将工程问题转换
为科学问题展开研究，从机理上
拆解如何实现陶瓷室温塑性，在
无数次的理论与实验的碰撞中
迎来了“突破”的开始。

这种“理论牵引+技术穿透”
的材料研发模式，终于在2022年
结出硕果——通过构建α/β双相

“堆叠结构”，陈克新团队首次实
现氮化硅陶瓷20%室温压缩塑
性，强度较传统陶瓷提升230%。

2024年，团队再攀高峰：通
过“借错位”策略，设计出跨材料
体系的“有序界面”，如同在金属
与陶瓷间架设纳米级高速公路，
使氧化镧陶瓷拉伸塑性突破
40%，强度达2.3吉帕（相当于 1
平方厘米承重230吨）。

自此，陶瓷材料不仅实现了
可压缩变形，还能延展拉伸，这
种“中国解法”颠覆了对陶瓷变
形机制的传统认知，并在国际上
再次掀起了“室温塑性陶瓷”研
发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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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新，甬江实
验室先进结构陶瓷
创新中心主任、国家
级科技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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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陶瓷柔

科技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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